
1 1 2 學 年 度 「 政 府 與 公 共 事 務 」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

授    課    大    綱 

一、課程名稱： 中國大陸政治與經濟專題   

二、時    間： 14：00～15：40 

三、學  分： 2 

四、授課教授： 徐斯勤、陶儀芬、張貴閔教授         

 

五、課程基本構想： 

 
本課程旨在介紹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九四九年之後的經濟、政

治、社會變遷，主要重點在於一九七九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。

本課程之目標在於透過台灣、大陸與西方學界關於中國大陸改革開放

以來的基本文獻，建立同學對於較廣泛相關議題上的認識。本課程將

兼重實務面與理論面探討，冀能引導學習者熟悉各項相關主題上之演

變趨勢，並連結理論、問題與政策等不同面向之分析。 

 

六、課程安排： 

週次 日期 課     程    內    容 授課老師或演講者 

一 2/24 

課程介紹 

改革開放以來的政治與經濟特色與分期：改革開

放之必要、改革開放的邏輯、改革開放的侷限， 
當前所面對的問題 

陶儀芬教授 

二 3/02 
金融改革：自由化時期（1979-1993）、調整時期
（1993-1997）、金融全球化時期（1997-） 陶儀芬教授 

三 3/09 
對外貿易與投資：開放的政治邏輯、外國直接投資

（FDI）、貿易、中國與區域經貿關係 陶儀芬教授  



四 3/16 臺大政府與公共事務學術論文研討會  

五 3/23 
財政稅收體制的改革與問題（一）：一九九四年分

稅制之前的體制、財政分權，及其政治邏輯 
徐斯勤教授 

六 3/30 
財政稅收體制的改革與問題（二）：一九九四年分

稅制改革與其政治經濟影響  
徐斯勤教授 

七 4/06 兒童節及民族掃墓節連假，放假一天  

八 4/13 
國有企業改革：產權理論、利改稅、承包經營責任

制、股份制改革與現代企業制度、公司治理問題 
徐斯勤教授 

九 4/20 
非國有部門的發展：鄉鎮企業的成長與發展、地方

政府與非國有部門的關係、九０年代以來鄉鎮企業

的變化與私有經濟的發展 

徐斯勤教授 

十 4/27 
	

中國大陸的菁英政治	

	

徐斯勤教授	

十一 5/04 
中國的人口結構及過程 

現代化、人口發展及治理的難題	

	

張貴閔教授	

十二 5/11 
中國社會的不平等及其不滿 

分配、社會控制、及統治正當性的困境	

	

張貴閔教授	

十三 5/18 
中國大陸宗教治理與發展： 

政教關係、宗教治理模式、宗教中國化的影響 
張貴閔教授  

十四 5/25 中國大陸社區建設與治理之發展與挑戰 郭銘峰教授 

十五 6/01 中國大陸地方治理與公民社會 郭銘峰教授 

十六 6/08 課堂內期末考   



十七 6/15 校外參訪  

 

七、要求與評分標準： 

    學期成績評定方式： 
（一） 上課出席及參與（20%）：學期中請假次數上限按照專班統一規
定，未請假而缺席者每次缺席扣總成績三分。  
（二） 期末考（80%）：按照本校行事曆之規定，目前之規劃，為第十
六週舉行期末考，範圍包括所有閱讀資料與教師授課內容。 

 
 

八、教材與參考書目： 

 
第一週： 
─葛藝豪，《獨特又矛盾的經濟體：21世紀中國經濟奇蹟背後的真相》(台北市：聯經出
版公司，2017)，第一章(本書請自行購買)。 
 
第二週：  
─葛藝豪，《獨特又矛盾的經濟體：21世紀中國經濟奇蹟背後的真相》(台北市：聯經出
版公司，2017)，第七章。 
 
第三週： 
─葛藝豪，《獨特又矛盾的經濟體：21世紀中國經濟奇蹟背後的真相》(台北市：聯經出
版公司，2017)，第三章。.  

     
   第四週：臺大政府與公共事務學術研討會 
 
第五週： 
─吳敬璉，《當代中國經濟改革：探索中國經濟順利轉型》（台北：美商麥格羅˙希爾國際
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，2005年），第七章，頁 309-326 
─Susan L. Shirk,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(Berkeley: University of 
California Press, 1993), pp. 147-196. 
 
第六週： 
─吳敬璉，第七章，頁 327-344 
─徐斯勤，「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大陸的財政制度與政策：財政單一議題範圍內相關研究之評
析」，中國大陸研究，第四十七卷第二期（民國九十三年六月），頁 1～32。 



 
第七週：兒童節及民族掃墓節連假，放假一天 
 
第八週： 
─吳敬璉，第四章，頁 169- 218 
─吳玉山，「回顧中國大陸產權改革」，香港社會科學學報，第十四期（一九九年夏季），頁
175～199。 
 
第九週： 
─吳敬璉，第五章，頁 219-264  
─Jean C. Oi, “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
China,” World Politics, Vol. 45, No. 1 (October 1992), pp. 99-126. 
─劉雅靈，「強制完成的經濟私有化：蘇南吳江經濟興衰的歷史過程」，台灣社會學刊，第
二十六期（民國九十年十二月），頁 1～54。  
 
第十週： 
─寇健文，《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：制度化與權力轉移，1978-2010》(台北：五南圖書，2010
年)。（NTU Cool下載） 
 
第十一週： 

─王飛凌，2014[2010]，〈戶籍制度的變遷及其引發的衝突與爭端〉，收於裴宜理 
（Elizabeth J. Perry）、塞爾登（Mark Selden）編，《中國社會：變革、衝突與 
抗爭》，夏璐、周凱、閰小駿譯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，頁 73-102。 

─魏臺玉，2014[2010]，〈控制、抵抗和適應：中國的獨生子女運動〉，收於裴宜理 
（Elizabeth J. Perry）、塞爾登（Mark Selden）編，《中國社會：變革、衝突與 
抗爭》，夏璐、周凱、閰小駿譯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，頁 197-230。 

─Eberstadt, Nicholas and Ashton Verdery, “China’s Shrinking Families,” Foreign Affairs April 
7, 2021, https://www.foreignaffairs.com/articles/china/2021-04-07/chinas-shrinking-families. 
 
第十二週： 

─裴宜理（Elizabeth J. Perry）、塞爾登（Mark Selden）編，《中國社會：變革、衝突 
與抗爭》，夏璐、周凱、閰小駿譯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，導論，頁 1-40。 

─Chitwood, Matthew, “For China, Ending Poverty Is Just the Beginning.” Foreign Affairs 
November 19, 2020, 
https://www.foreignaffairs.com/articles/china/2020-11-19/china-ending-poverty-just-beginning.  

 
第十三週： 
─Kuei-min Chang, 2018,“New Wine in Old Bottles: Sinicisation and State Regulation  

of Religion in China,” China Perspectives 2018/1-2: 37-44. 
─藍夢林，2014[2010]，〈新型網絡教派：民間宗教、壓制及抗爭〉，收於裴宜理 
（Elizabeth J. Perry）、塞爾登（Mark Selden）編，《中國社會：變革、衝突與 
抗爭》，夏璐、周凱、閰小駿譯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，頁 255-286。 



 
第十四週： 

    ─James Derleth, and Daniel R. Koldyk. 2004. “The Shequ Experiment: Grassroots Political 
Reform in Urban China.”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3(41): 747-777. 
─吳曉林，2015，〈中國的城市社區更趨向治理了嗎：一個結構-過程的分析框架〉，《華中
科技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，6: 52-61。 
─何海兵，2003，〈我國城市基層社會管理體制的變遷：從單位制、街居制到社區制〉，《管
理世界》，6: 52-62。 
─何艷玲，2015，〈捍衛鄰里：中國社區建設的未來任務〉，《國家治理》，(34): 17-21。 
 
第十五週： 
─俞可平(2002)，「中國公民社會的興起及其對治理的意義」，俞可平等(2002)，第 189-223
頁。 
─郭銘峰、王鼎銘、丁太平，2016，〈中國大陸基層治理與社區維權：零膨脹負二項計數模
型之分析〉，《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》，28(4): 581-622。 
─Read, Benjamin L. (2008). “Assessing Variation in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China’s 
Homeowner Associa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.”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, Vol. 41, 
No. 9, pp.1240-1265. 
 
第十六週： 課堂內期末考。 
 
第十七週： 校外參訪。 

 
 


